
传统文化符号与安倍政府

对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
①

张　梅

　　摘　要：日本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反映了日本人独特的精神深层，其民间

争议少、易于媒体传播、更具统合性。因此安倍晋三政府通过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利用来

建构“美丽日本”的国家认同，这对于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来说，既是挑战又

是机遇。一方面，日本在建构一个符合“传统”的共同体的过程中，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

的影响在官方话语层面受到一定的压制和排斥。另一方面，日本被重塑的“传统”与中国

文化具有盘根错节的连通性，为中日两国改善国民感情，建构共同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有

利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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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中日两国在捐赠物资时以汉诗文为媒介的

互动成为一大亮点。长 屋 王②写 下 的“山 川 异 域，风 月 同 天”两 句 汉 诗 让

２５

２０２０年７月 第４期
（总第５１期） 　　　　　　 日本历史文化 　　　　　　

东北亚学刊

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　Ａｓｉａ　Ｓｔｕｄｉｅｓ

①

②

〔基金项目〕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课题资助项目“日本文化输出战略与国

家形象建构”（项目编号：２０２０ＹＹＺＸ００１）研究成果。

据《续日本记》记载，长屋王（６８４－７２９年），天 武 天 皇 之 孙，高 市 皇 子 第 一 子，官 至 正 二 位

左大臣。由于与藤原氏的对立，被 诬 陷 谋 反，被 迫 偕 妻 子 和 众 子 自 缢 而 亡，史 称“长 屋 王

之变”。



中日两国人民感受到文化上的共通性和精神层面的互相接纳，彰显出挖

掘共通的传统接点对发 展 新 时 代 中 日 关 系 具 有 重 要 作 用。当 今 安 倍 晋

三政府非常注重通过传 统 文 化 符 号 的 再 利 用 来 建 构 国 家 认 同。表 征 日

本文化特质的传 统 文 化 符 号 被 抽 取 出 来，赋 予 意 义，并 有 意 识 地 运 用 于

对内国家认同的建构，深入剖析其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和建构“他者”的

过程对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一、日本的国家认同与“美丽日本”

　　国家认同是指“具有差异性的族群成员通过相互承认结成‘国家’这

种政治共同体作 为 自 己 情 感 和 身 份 归 属 的 自 觉 认 知”。① 在 概 念 化 国 家

认同时，本尼迪克特·安 德 森 的 观 点 值 得 借 鉴，其 认 为 民 族 国 家 不 仅 仅

是地理和政治实体，更是想象的共同体。② 杰克·豪根认为，国家认同是

一种散漫的想象，它 主 张 共 同 的 价 值 观、共 享 的 历 史 和 生 活 方 式。关 于

国家认同的话语本身支持家庭、学校、政府、宗教组织、大众传媒 等 社 会

机构，并且得到这些社会机构的支持。③ 斯图尔特·霍尔把这些话语的

一个侧面称 作“国 家 叙 事”，意 即 一 系 列 故 事、图 像、风 景、场 景、历 史 事

件、代表或表征共同经历的国家象征和仪式为国家赋予意义。④

文化为描绘认同群体提供了其所需的符号素材，国家认同感的建构

离不开符号的运用。“从某 种 意 义 上 说，国 家 认 同 感 的 建 构 就 是 一 个 创

造符号、解释符号、革新符号、运用符号和使符号‘物化’的过程。⑤ 在国

家认同建构过程 中，国 家 需 要 创 立 一 套 象 征 国 家 的 象 征 符 号 体 系，比 如

国旗、国歌、国徽、首都、国家博物馆等，使抽象的国家符号化、具象化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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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化，从而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。① 别府春海认为，日本的国旗、国歌、

国徽、靖国神社等这些在二战前表征日本国家认同的符号因战争而被损

伤了正当性和神圣性，在战后无法作为日本国的象征符号获得国民的共

识。日本文化论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替代作用，这导致战后日本文化论的

盛行。②

当今安倍政府从国家层 面 有 意 识 地 对 传 统 文 化 符 号 进 行 再“创 造”

和再利用，而不是由其在民众间自发产生。早在２００６年，安倍晋三第一

次上台后提出“建设美丽国家计划”，在内阁官房设置了“建设美丽国家”

推进室。２００６年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强调，“美丽国家”的面貌第

一条就是要建构一个“重视文化、传统、自然、历史的国家”。③ 根据２００７

年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结果看，认为现在的日本“美丽”的人超过了半

数。具体来看，关于“日 本 的 美 体 现 在 哪 些 方 面”的 问 卷 调 查 结 果（可 多

选）如下：选 择“山 和 森 林 等 自 然”的 占８０．０％，选 择“传 统 工 艺”的 占

５８．５％，选择“田园、山林等景观”的占５２．８％，选择“歌舞伎、祭典等传统

文化”的占５０．８％。④

２０１２年安倍第二次上台后，仍然没有放弃建构“美丽日本”的国家认

同的目标。自２０１５年起，安倍每年都会亲自主持“日本之美”综合项目恳

谈会。其主旨是“振 兴 日 本 的 文 化 艺 术 并 传 承 给 下 一 代，同 时 向 国 内 外

宣传文化艺术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，为国际友好与世界和平做

贡献”。⑤ 与“酷日本战略”不同，“日本之美”恳谈会虽然也包括日本的电

影和动画，但更多的是强调能够体现日本人传统审美和价值观的文化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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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。既包括绳文陶器、佛像等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化艺术，也包括歌舞伎、

能剧等传统艺术以及传统工艺，还包括和食、茶道、花道等植根于日本生

活方式的文化。

　　二、“美丽日本”的建构：古典文学符号的再挖掘

　　下面以日本古典文学符号和皇室仪礼符号的运用为例，来剖析安倍

政府如何建构“美丽日本”这一国家认同，以及中国文化要素被“他者”化

的过程。

日本新年号“令和”英文翻译为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　Ｈａｒｍｏｎｙ（美好和谐），表征

着“美丽日本”的国家 认 同。该 年 号 出 自 日 本 古 典 和 歌 集《万 叶 集》大 伴

家持的梅花歌序中“于时初春令月，气淑风和”。日本政府强调这是首次

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为年号的出处：“《万叶集》是１２００多年前编纂的日

本最古老的和歌集，收录了天皇、皇族、贵族、防人（戍边将士）、农民等各

阶层的人吟 诵 的 和 歌，是 象 征 着 日 本 丰 富 的 国 民 文 化 和 悠 久 传 统 的 国

书。”①作为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，其意义的形成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，又

通过政府的征用、学 校 的 教 育、学 者 和 媒 体 的 普 及 性 宣 讲 等 形 式 渗 透 到

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中。

“令和”年号取自《万叶集》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与长期以来《万叶集》作

为“国民歌集”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。江户时代，《万叶集》的读者主要是

研究者和歌人。日本的国学者贺茂真渊把《万叶集》和歌的特征称作“ま

すらおぶり（雄浑风）”，对 于 后 世《万 叶 集》在 日 本 官 方 话 语 中 的 崇 高 地

位起了很大作用。根据东京大学教授品田悦一的考察，《万叶集》获得国

家认同文化符号的地位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确立起来的。品田悦一将“国

民歌集观”分为两 个 侧 面：第 一 个 侧 面 是 它 反 映 了 从 所 有 阶 层 汲 取 的 古

代国民的真实声音，第二个侧面是贵族创作的和歌和民众创作的和歌都

建立在同一民族文化的 基 础 上。第 一 个 侧 面 是 在 明 治 中 后 期 应 国 家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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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而形成的；第 二 个 侧 面 是 在 明 治 末 期 构 筑 起 来 的，在 大 正 期 和 昭 和

初期就已经在岛 木 赤 彦 等 民 间 人 士 中 普 及，在 二 战 后 被 教 育 界 所 采 用。

在昭和的战时体制下，第一个侧面中所内含的政治性一度被发扬得淋漓

尽致，“万叶和歌”成为发 扬 国 威 的 工 具。二 战 后 随 着 民 主 化 改 革，因 其

第二个侧面，《万叶 集》被 纳 入 民 主 化 教 育 的 内 容，成 为 重 建 濒 临 崩 溃 边

缘的民族自我认同的手段。①

２１世纪初，《万 叶 集》作 为 日 本 文 学 和 文 化 的 原 点 再 次 备 受 瞩 目。

２００８年，日本ＮＨＫ电视台每周播出《日历万叶集》节目，讲解万叶和歌。

在２００９年《万叶集》成书１２５０周 年、２０１０年 平 城 京 迁 都１３００年 的 纪 念

活动 中，政 府、媒 体、学 界 以 各 种 形 式 强 调《万 叶 集》作 为 文 化 财 产 的 价

值。与这些活动并行，“ＪＲ东海”发布了名为“心灵窗户《万叶集》”的官方

网站。这些活动都把《万叶集》视为“古代日本人生活和感情的宝库”，视

为“日本人的心灵故乡”。②

此次“令和”年号 的 选 用 是 对《万 叶 集》国 民 歌 集 观 第 二 个 侧 面 的 重

新肯定和延 续，带 有 明 显 的 意 识 形 态 属 性。不 过 学 者 中 也 有 不 同 的 声

音。品田悦一批 评 日 本 政 府 完 全 没 有 读 懂 梅 花 歌 的 意 图。他 把 长 屋 王

被诬陷并被逼自杀的事件与梅花歌联系起来，认为整个文本的深层蕴藏

着大伴家持对掌权者的憎恶和敌忾心，隐含着“不容许、也不会忘记掌权

者的傲慢”的意思。③ 而这个长屋王正是写下令中国人异常感动的“山川

异域，风月 同 天”诗 句 的 人。品 田 的 解 释 与 安 倍 首 相 所 解 释 的“美 好 和

谐”有很大出入。

尽管如此，新年号 确 定 之 后，日 本 民 众 间 关 于《万 叶 集》的 讲 座 和 活

动掀起了新的热潮。《朝日新闻》自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令和年号宣布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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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３月底，与《万叶集》相关的报道多达４９２篇。报道包括中西进、坂本信

幸等知名研究者在日本各地举办的《万叶集》讲座；地方自治体利用与万

叶和歌有关的古迹来振兴地方的旅游业，ＪＲ阪东线的车体上绘有万叶有

关的风景与和歌，甚至《朝日新闻》的《天声人语》栏目评论琵琶湖博物馆

周围养殖珍珠时也引用万叶和歌，在提到裙带菜时也强调从《万叶集》中

看出日本人自古就 食 用。在 安 倍 政 府 把《万 叶 集》这 一 国 民 歌 集 的 地 位

再次加以确认之后，日本知名学者、地方自治体、大企业、传媒与之互动，

共同建构“美丽日本”的国家认同。也就是说，作为日本人心灵故乡的传

统文化符号，《万叶 集》的 意 义 是 被 历 史 性 地 构 筑 起 来 的，通 过 政 府 的 征

用而渗透到地区 振 兴 乃 至 国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中，使 抽 象 的 国 家 具 象 化，培

养了国民的自豪感和在精神上对国家的归属感。

安倍政府强调《万叶集》是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，但是这样一部国民

歌集无法摆脱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，反而恰恰彰显了中日之间一千多年

前文化交往的传统。《万 叶 集》本 身 就 是 用 万 叶 假 名 写 成 的。万 叶 假 名

将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，是在平假名和片假名还没发明的时候用汉字

来音译日语的。而且，《万叶 集》中 不 管 是 像 大 伴 旅 人 这 样 官 至 太 宰 帅、

大纳言的歌人，还是很多并没有明确记载官职、被推测为微官的歌人，对

汉籍的掌握都达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，其和歌作品在描绘手法、用典、意

境等各方面都明显地受到中国古典作品的影响。

举例来说，《万叶 集》中 的 高 桥 虫 麻 吕 素 享 有 传 说 歌 人、叙 事 歌 人 的

美名。高桥在叙事诗中所采用的描 绘 手 法 与《诗 经》《玉 台 新 咏》《文 选》

等中国古典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①。他塑造日本女性的和歌中能够

明显见到“青衿”（取自《诗经》中“青 青 子 衿、悠 悠 我 心”）等 中 国 式 润 饰。

日本学者推 测 这 些 和 歌 在 宴 会 中 吟 唱，听 众 大 多 是 精 通 汉 文 的 知 识 分

子。与此类似，大伴家持在《咏杜鹃并藤花并短歌》（卷十九·４１９２）中有

“人面若桃花，桃花 色 红 妍”的 句 子，被 推 测 是 基 于“南 国 有 佳 人，容 华 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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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李”（《文选》曹子建杂诗六首）这样的汉文诗句。再者，从意境上看，有

的万叶歌人把现实中的日本堀江南岸想象成汉诗里常常出现的“江南”，

把松浦川则比作曹植《洛神赋》中的洛川，运用丰富的汉语辞藻描绘出对

中国的一种美好想象。对他们来说中国既是憧憬的国家，也是遥远的地

方。他们未必有机会实际到访中国，只能通过中国典籍中词句和意境的

运用，塑造传说或现实中的人物，从而与中国文学相交融。

《万叶集》所收 录 的 和 歌 创 作、流 行 的 年 代 始 于 仁 德 天 皇（３１３－３９９

年），到奈良时代中期的天平宝字３年（７５９年）①。以上所举的例子仅仅

反映万叶歌人汲取中国文化的片段。明治时期开始，《万叶集》就被提升

到日本国民歌集的地位，但同时它更是一部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丰

富佐证。它昭示着，对 于 两 国 古 代 文 化 交 流 历 史 的 再 发 掘，为 改 善 两 国

国民感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

　　三、国家认同的建构：皇室仪礼传统符号的沿袭

　　国家仪礼或庆 典 是 建 构 国 家 认 同 的 重 要 手 段。《日 本 国 宪 法》明 确

规定：“天皇为日本国的 象 征，是 日 本 国 民 统 合 的 象 征”。表 征 国 家 认 同

的文化符号在德仁天皇的即位庆典和仪礼中得到高规格的呈现，使抽象

的国家具象化。

日本新闻媒体对天皇即位系列活动的报道中频繁出现“踏袭”一词。

“踏袭”意指即位仪式沿袭前例。１９４７年制定的新《皇室典范》规定，“在

继承皇位时，要举行即位礼”，但是没有规定即位仪式细节。而１８８９年制

定的旧《皇室 典 范》中 明 确 规 定 了 在 继 承 皇 位 时 要“继 承 神 器”，即 草 薙

剑、八尺琼勾玉和八 尺 镜，在 新《皇 室 典 范》中 此 条 因 有 宗 教 色 彩 而 被 删

除。这三种神器在日本的创 世 神 话 中 是 天 孙 降 临 时 天 照 大 神 赐 予 皇 室

的传世之宝。２０１９年德仁天皇即位活动中包含“剑玺等承继之仪”，沿用

了旧《皇室典范》的规定，沿袭了天皇是天照大神子孙的神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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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治时期日本在 脱 亚 入 欧 的 过 程 中，对 天 皇 即 位 的 传 统 做 了 变 更，

尤其体现在天皇 的 服 饰 上，有 意 识 地 排 除 唐 风 服 饰，加 入 西 方 元 素。江

户时代以前，天 皇 最 高 正 装“礼 服”一 般 采 用 的 是 模 仿 中 国 皇 帝 礼 服 的

“袞冕十二章”。① 根据 长 濑 真 幸 所 著 的《衣 服 令 打 闻》记 载，包 括 天 皇 礼

服在内的宫廷装束是在隋唐服装的基础上，混入日本上古的服装，经“十

二阶”以后的服饰制度改革、新创立而形成的。② 明治天皇即位时废除了

已沿用一千多年的“袞冕十二章”礼服，而是穿着“黄栌染袍”。为了表示

新时代的到来，典礼中还使用了地球仪。１８７２年１１月，日本皇室改用金

丝刺绣的大礼服和燕尾服等通常礼服。③ １９０９年出台的《登极令》详细规

定了即位礼和大尝祭等皇位继承仪式的流程，装束以明治天皇即位时穿

着的“黄栌染袍”为标准。虽然该令在战后被废除，但是并没有取而代之

的规定，因此其中的很多规定仍被采用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德仁天皇在

东京皇居正殿举行的“即位礼正殿之仪”也沿袭了《登极令》的规定，德仁

天皇身着传统装束“黄栌染袍”登上了“高御座”。可见，所谓“传统”并不

是在历史进 程 中 一 成 不 变 的，而 是 政 府 应 时 代 需 求 而 沿 袭 并 重 塑 出 来

的。它具有仪式性和象征特性，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。④

德仁天皇即位仪式不仅强调对日本传统的“沿袭”，还有意识地通过

洋服等文化符号 显 示 日 本 皇 室 与 西 方 价 值 观 的 对 接。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０

日，德仁天 皇 夫 妇 在“即 位 之 礼”的 最 后 一 项 活 动———“祝 贺 御 列 之 仪”

中，乘坐敞篷车巡 游，沿 途 接 受 民 众 的 祝 福。德 仁 天 皇 当 天 身 穿 燕 尾 服

并佩戴勋章，皇后身穿长款礼服并佩戴王冠。巡游方式和服饰符号都不

禁让人联想到英国王室巡游的场景。该仪式尽管在大正和昭和时期已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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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会２０１６年版、第３３１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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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会２０１６年版、３３４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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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雏形，不过开坐敞篷汽车巡游之先河的是明仁天皇和皇后①。

其实，德仁天皇即 位 活 动 中 仍 然 保 留 了 一 些 中 国 文 化 元 素，如 存 有

唐风色彩的“衣冠”作 为 宫 中 和 神 社 的 祭 服 保 留 了 下 来。再 如《登 极 令》

里规定了新天皇即位要 祭 拜 前 四 代 天 皇 陵。德 仁 天 皇 和 雅 子 皇 后 祭 拜

了奈良县的神武 天 皇 陵、京 都 府 的 孝 明 天 皇 陵、明 治 天 皇 陵 以 及 东 京 都

的昭和天皇陵、大 正 天 皇 陵。有 的 日 本 学 者 指 出，祭 拜 天 皇 陵 很 难 说 是

日本的传统，而 是 让 人 联 想 起 中 国 皇 帝 经 常 进 行 的 陵 墓 参 拜 即 谒 陵。②

也就是说，尽管日本在皇室仪礼中强调其自身独特的传统，废止“袞冕十

二章”这样的明显唐制的装束，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在服饰、谒陵习俗等

方面保留了一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。

德仁天皇即位 仪 式 沿 袭 旧 例，较 少 引 起 争 议。明 仁 天 皇 的“即 位 礼

正殿之仪”因使用了富有宗教色 彩 的“高 御 座”和“三 种 神 器”，被 批 评 违

反了宪法规定的国民主权和政教分离的原则。那时，对“大尝祭”也发生

了反对运动，甚至 引 发 诉 讼，要 求 各 地 追 究 知 事 使 用 公 款 参 加 大 尝 祭 及

相关仪式的责任。３０年过后，德仁天皇即位时，对于大尝祭的反对运动

和声音却不 多 见。基 督 教 团 体 与 明 仁 天 皇 即 位 时 一 样，开 展 了 签 名 运

动，认为大尝祭等 仪 式 用 公 费 支 出 违 反 了 政 教 分 离 原 则。但 是，收 集 到

的签名仅６０００多个，相当于平成时的十分之一。参与签名活动的牧师星

出卓也（５３岁）说：“平成时感觉自己是多数派，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少

数派”。③ 也就是说，德 仁 天 皇 的 即 位 仪 式 通 过 沿 袭“传 统”，成 功 地 加 强

了国民对于国家这个共同体以及象征该共同体的天皇制的认同感。

除上述古典文学、皇 室 仪 礼 中 的 传 统 符 号 之 外，安 倍 政 府 在 对 内 对

外建构“美丽日本”的国家认同时所使用的传统文化符号是非常丰富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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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即位の礼と由緒ある『１１月１０日』祝賀パレードは平成が初」、ヤフージャパン、２０１９年１１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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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日〕武田佐知子、津田大輔：『礼服：天皇即 位 儀 礼 や 元 旦 の 儀 の 花 の 装 い』、大 阪 大 学 出

版会２０１６年版、第３３４頁。
〔日〕長谷文、中田絢子、喜園尚史、豊秀一：「（時時刻刻）大嘗祭、議論なく踏襲　『公的性

格』、秘事に２４億円　強い宗教色、政教分離に懸念」、『朝日新闻』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朝刊。



包括绳文陶器、歌舞 伎、能 乐、文 乐、日 本 舞 蹈、传 统 饮 食、插 花、茶 道 等。

这些文化符号反 映 了 日 本 人 独 特 的 精 神 深 层，相 比 国 旗、国 歌 等 象 征 性

符号来说，在国内 较 少 引 起 争 议，易 于 媒 体 传 播，更 具 有 统 合 性。而 且，

这些符号的意义 产 生 并 不 是 理 所 当 然 的，而 是 历 史 性 地 建 构 起 来 的，与

日本文化独特性等文化论互相关联，组成了复杂的文化符号系统。这些

象征符号增强了日本社会凝聚力，使国家成员资格得到确立。

　　四、运用传统符号建构国家认同的效果

　　安倍政 府 运 用 传 统 文 化 符 号 建 构 国 家 认 同，取 得 了 一 定 效 果。首

先，使安倍本人一定程度上达成政治夙愿，实现了较为稳定的长期执政。

安倍已经成为日本战后 在 位 时 间 最 久 的 首 相。有 学 者 指 出 安 倍 政 治 思

想的核心是“悲情民主主义”，受自民党早期岸信介等人的强烈民族主义

影响颇深，其目的是将 日 本 建 构 成 一 个 符 合“传 统”的“共 同 体”。① 正 如

日本政治研究者高洪所指出的，通过脱离中国文化的方式彰显日本文化

历来是日本保守 政 治 势 力 的 夙 愿②。在 当 前 少 子 老 龄 化、经 济 增 长 率 低

的社会背景下，不管是从“国 民 歌 集”《万 叶 集》中 起 年 号，还 是 皇 室 仪 礼

中的前例“踏袭”，都体现了安倍政府建构一个符合日本“传统”的共同体

“美丽日本”的意图。

其次，传统文 化 符 号 的 运 用 有 利 于 对 内 对 外 提 炼 日 本 的 文 化 独 特

性，激起国民的自豪 感。这 与 日 本 涌 现 的 数 量 庞 大 的“日 本 人 论”（又 称

“日本文化论”）互相呼应。据统计，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７８年 的３２年 间 出 版 的

“日本文化论”的单行本多达６９８部。③ “日本人论”的核心是强调日本特

质，即日本人共享 的 一 套 价 值 取 向。日 本 人 论 的 基 本 假 设 是，日 本 特 质

似乎永恒存在，亘古不变，决定着日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，而且从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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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不同于“西方性”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文化是“耻感文

化”，其 著 作《菊 与 刀》对 于 后 来 的 日 本 人 论 产 生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影 响。

１９５５年，加藤周一从西欧回国后，提出“杂种文化论”，认为“如果把英法

称作纯种文化的典型，那么日本文化便是杂种文化的典型”。① 而在日本

经济增长期，中根千枝的论文《日本式社会结构之发现》、尾高邦雄的《日

本的经营》、土 居 健 郎 的《依 赖 的 构 造》、滨 口 惠 俊 的《日 本 特 性 的 再 发

现》，都显示了对日本文 化 独 特 性 的 重 新 认 识。日 本 创 造 经 济 高 速 增 长

神话的原因被归结为日本“独特”的经营模式、“纵式社会”等。日本人论

话语体系与前述日本传统文化符号的共通之处在于，日本的文化独特性

得以不断 挖 掘 并 得 到 浓 墨 重 彩 的 肯 定，都 成 为 建 构 国 家 认 同 的 有 效

手段。

再次，对日本传统 的 强 调 有 利 于 对 外 建 构 日 本 国 家 形 象，提 高 日 本

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。安倍 推 出“俯 瞰 地 球 仪 外 交”，为 此 出 访 频 繁，足

迹遍布五大洲。他通过出席七国集团（Ｇ７）峰会、东方经济论坛、联合 国

大会、东盟峰 会、中 日 韩 峰 会 等 国 际 会 议，扩 大 日 本 在 国 际 社 会 的 影 响

力，树立良好国家 形 象。为 配 合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战 略 性 外 交，安 倍 亲 自

推动名为“日本之 美”的 综 合 项 目，在 欧 美、东 南 亚 国 家 开 展 展 现 日 本 传

统文化艺术魅力的文化外交。安倍还曾提到了一些外交细节，如使法国

总统奥朗德在京都迎宾馆感受到质朴的“日本之美”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

美术馆看到日本战国猛将柴田胜家在城池覆灭之前所用的茶碗，而被其

淡定从容所打动②。德仁天皇“即位礼正殿之仪”中，日本政府邀请了１９４

个国家的代表，包括外国元首、皇室成员以及政府高官，以鲜明的传统文

化符号向世界宣介本国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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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〔日〕加藤周一：《日本文化论》，叶渭渠等译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０版，第２６０页。
「『日本の美』総合プロジェク ト 懇 談 会（第１回）議 事 要 旨」、首 相 官 邸 公 式 サ イ ト、２０１５
年１０月１５日。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ｋａｎｔｅｉ．ｇｏ．ｊｐ／ｊｐ／ｓｉｎｇｉ／ｎｉｈｏｎ＿ｂｉ＿ｓｏｇ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／ｄａｉ１／ｇｉｊｉｙｏｕ－
ｓｉ．ｐｄｆ．



　　五、日本国家认同的建构对中日关系的影响

　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大阪Ｇ２０峰会期间达

成十点共识，其中特别提到双方要拉紧人文纽带，加强两国青少年交流，

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。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５日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

在东京同日本外相 茂 木 敏 充 共 同 主 持 中 日 高 级 别 人 文 交 流 磋 商 机 制 首

次会议。王毅指出，双 方 应 从 历 史 文 化 的 深 厚 积 淀 中 寻 找 价 值 认 同，从

亲仁善邻的古老 智 慧 中 汲 取 现 代 启 迪，开 辟 两 国 民 众 相 知 相 亲 之 道，推

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。①

日本政府运用传统文化符号构筑国家认同，对于构筑契合新时代要

求的中日关系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。

（一）挑战

日本政府不管是强调《万叶集》为日本古典，还是对天皇即位活动的

设计，似乎都摆脱不了“日本性（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ｎｅｓｓ）———西方性（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ｓｓ）”

的二元架构。对于日本文化 传 统 的 强 调 一 定 程 度 是 为 了 解 释 给 西 方 看

的，是“自我东方化”或“去东方化”。② 这种对于西方的凝视，导致中国文

化要素的影响在日本官 方 关 于“传 统”的 话 语 建 构 过 程 中 往 往 被 隐 藏 起

来。日本人类学者 青 木 保 指 出，尽 管 汉 字 和 儒 学 对 日 本 的 影 响 非 常 大，

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交往，但是现今许多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存有异

质感、距离感，日本并不真正地理解中国，相反感觉西欧更近。③ 实际上，

日本人对华 感 情 呈 现 异 质 感 和 同 质 感 并 存、距 离 感 与 亲 近 感 并 存 的 局

面。在思考其原因时，固然可以列举出中日力量对比变化所带来的心理

不适应、钓鱼岛问题、历史问题、台湾问题等横亘在两国间的敏感问题等

诸多原因。但是从更深层次看，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也对日本

３６

２０２０年第４期

①

②

③

《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 制 首 次 会 议 在 日 本 举 行 王 毅 同 日 本 外 相 茂 木 敏 充 共 同 主

持》，人民 网，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６日。ｈｔｔｐ：／／ｃｐｃ．ｐｅｏｐｌｅ．ｃｏｍ．ｃｎ／ｎ１／２０１９／１１２６／ｃ６４０９４－
３１４７３９７４．ｈｔｍ．
吴光辉：《日本的中国形象》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第１５页。
〔日〕青木保：『異文化理解』、岩波書店２００１年版、１５７頁。



的对华认知产生了很深 的 影 响。日 本 文 化 传 统 和 独 特 性 在 西 方 视 角 下

被抽取提炼出来，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中国这一“他者”的产生。舆论调查

也证实了这一点。２０１９年底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ＮＰＯ共同开展的

第十五届北京－东京论坛“中日关系舆论调查”结果显示，中国受访者对

日本持有“印 象 较 好（或 相 对 较 好）”的 比 例 达 到 近 年 来 最 高 的４５．９％

（２０１８年为４２．２％），日本的受访者则从１３．１％升为１５％。① 从这些数字

中可以看出，虽然 中 日 双 方 对 对 方 国 家 总 体 印 象 都 有 所 改 善，中 方 的 对

日好感度比较高，不过日方的对华好感度仍在低位徘徊。

（二）机遇

日本政府运用传 统 文 化 符 号 构 筑 国 家 认 同 的 努 力 为 中 日 民 间 层 面

在传统方面加强互动和精神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

《万叶集》和歌中 对 汉 籍 的 引 用 就 是 中 日 两 国 古 代 文 化 交 流 的 佐 证。除

《万叶集》之外，有 利 于 促 进 两 国 国 民 在 精 神 层 面 相 互 接 纳、相 互 理 解 的

传统文化符号不胜枚举，包括古典艺能、儒学、日本战国时代的小说以及

其他包含传统因素的大众文化产品等。

２０１７年中国国家京剧院组织的大型演出团赴日演出，以及 日 本“松

竹大歌舞伎”来 华 表 演 时 都 呈 现 盛 况，受 到 对 方 国 家 民 众 的 热 烈 欢 迎。

由此可见，古典戏 曲、艺 能 对 于 唤 起 两 国 国 民 对 于 对 方 国 家 传 统 文 化 的

共鸣具有重要意 义。在 思 想 层 面，儒 学 在 日 本 不 仅 是 个 人 教 养，还 对 日

本的政治理念、政治方略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

在大众消费层面，包含传统因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对于年轻消费者建

构对对方国家的认知和 好 感 提 供 了 有 利 条 件。如 三 国 题 材 在 日 本 经 久

不衰。早在７６０年以前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就已传入日本，因为那时的古籍

《藤氏家传》里已经出 现 了 把 日 本 朝 廷 重 臣 苏 我 入 鹿 比 作 奸 臣 董 卓 的 说

法。据日本现存的个人读书笔记记录和藏书目录分析，《三国演义》有可

能早在安土桃山时代（１５６８－１５９８）就 传 入 了 日 本。之 后 以《三 国 演 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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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“中日关系舆论调查”报告 发 布：彼 此 印 象 呈 现 回 暖 态 势》，搜 狐 网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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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题材的现代小说在日本文学舞台占据一席之地。横山光辉的漫画《三

国志》深受日本年轻人欢迎，并被拍成了动画片。与此相应，有关日本战

国时代的小说、电 视 剧、电 影 等 在 中 国 也 很 受 欢 迎。很 多 中 国 受 众 通 过

日本游戏、ＮＨＫ大河剧、小 说 等 了 解 到 日 本 战 国 时 代 风 起 云 涌 的 历 史。

这些传统题材的大 众 文 化 产 品 为 年 轻 人 提 供 了 交 流 的 共 同 话 题 和 深 化

对对方国家认知的机会。

可见，日本在建构 一 个 符 合“传 统”的 共 同 体 的 过 程 中，中 国 文 化 对

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官方话语层面受到一定的压制和排斥。另一方面，从

深层来讲，日本被重 塑 的“传 统”与 中 国 文 化 具 有 盘 根 错 节 的 连 通 性，为

中日两国改善国民感情，建构共同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青山一道同风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“投我以

木桃，报 之 以 琼 瑶”……正 如 中 日 两 国 人 民 在 疫 情 期 间 如 同 开“诗 词 大

会”所显示的那样，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，而具有相通历史文化

背景的国家 间 更 容 易 实 现 精 神 层 面 上 的 相 互 接 纳 和 相 互 理 解，团 结 合

作，共克时艰。疫情当前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，中日两国迫切需要共同承

担更多的责任。

在改善两国国 民 感 情 方 面，今 后 我 们 可 以 从 三 方 面 努 力。首 先，在

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交流的过程中，应当深入挖掘两国古代的文

化交流中的感人 细 节，积 极 推 动 日 本 民 众 对 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认 知，增

进两国国民的相 互 理 解。其 次，日 本 民 众 来 华 旅 游 时，中 国 相 关 机 构 鼓

励他们加强与当地民众的接触交流，向他们提供深度游、寻根之旅，在精

神沟通上多下功 夫，把 旅 游 变 成 精 神 文 化 沟 通 的 手 段。再 次，在 媒 介 高

度发达的当今社会，可以考虑将传统文化的厚重内容转化为生动可感的

视觉影象，在日本进行推广传播，减少误解和偏见，扩大中国在日本社会

中的正面形 象。总 之，挖 掘 在 日 本 国 家 认 同 建 构 过 程 中 被 隐 藏 在 底 部

的、更深层次的中日两国文化相通之处，实现两国精神层面的互相接纳，

这是建构东亚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和必要步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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